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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丁 蓉

8月23日，瓷砖行业龙头企业东鹏
控股披露2023年半年报，上半年公司业
绩高增长，营业收入创历史同期最好水
平。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28亿元，同
比增长15.83%；归母净利润3.84亿元，
同比增长224.86%。

除了东鹏控股之外，装饰材料赛道
的东方雨虹、天安新材、森鹰窗业、北新
建材等上市公司上半年均实现业绩高增
长。多名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装
饰材料行业呈现逐步恢复趋势，但仍面
临发展的挑战，实现业绩增长的公司多
为行业头部公司或核心竞争力较强的公
司，“装饰材料企业依赖‘量的增长’时代
已然结束，‘质的增长’成为新引擎，在大
浪淘沙之后，将呈现强者恒强。”

发力C端零售

作为建材瓷砖老牌企业，东鹏控股

具有以零售业务为主的渠道优势。对
于上半年的业绩增长，东鹏控股方面表
示：“公司深耕零售优势渠道，持续优化
产品结构，中大规格高值产品销售占比
提升至29%，新零售线上全域营销势能
扩大。”

防水材料龙头东方雨虹上半年也
取得优秀成绩。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
收入168.52亿元，同比增长10.10%；归
母净利润13.34亿元，同比增长38.07%。

东方雨虹在半年报中表示：“公司
继续坚持C端优先战略，扩大C端影响力；
同时，在多品类发展路径上，持续培育加
固剂及腻子粉等墙辅产品线、推动胶类产
品发展、孵化五金及管业等新品类，打造
消费者一站式建筑建材购齐平台。”

天安新材主要产品为高分子复合
饰面材料以及建筑陶瓷，公司2023年半
年报显示，实现营业收入13.65亿元，同
比 增 加 10.40% ；实 现 归 母 净 利 润
3716.70万元，同比增加134.66%。

天安新材证券部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

上半年建筑陶瓷产品订单较去年同期
增多，同时积极开展降本增效。公司重
视C端零售，旗下鹰牌公司兼具品牌和
渠道优势，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推进泛家
居产业战略。”

Co-Found智库秘书长张新原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家居装饰
行业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时代的来临，
渠道转型、布局C端零售将成为装饰材
料行业发展趋势，企业需提供更加全面
和一体化的装饰方案，满足消费者个性
化、定制化需求，此举也有助于提升企
业的市场竞争力。”

机遇与挑战并存

装饰材料行业呈现“大行业、小企
业”的特点，市场景气度紧随房地产市场
发展变化，一定程度受房地产竣工周期
的影响，目前正步入整体增速放缓的成
熟期。不过，基于旧改、旧房翻新、二次
装修的存量房产再装修市场空间广阔。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市场需求发展
变化，未来装饰材料行业的格局将发生
变化。头部优质企业有望进一步扩大
市场份额，而在成本、效率、创新等方
面不具有竞争优势的小企业，将会面
临更大的压力。同时，整合和兼并重
组有望加速，赛道企业面临的挑战与
机遇并存。”

政策层面，多项措施的密集出台，有
利于装饰材料行业发展。6月29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促进家居消
费的若干措施》。7月份，商务部等13部
门印发《关于促进家居消费若干措施的
通知》对外发布。7月21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
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

张新原表示：“政策支持推动下，装
饰材料赛道企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例如，城中村改造建设需要大量的装饰
材料，包括地板、瓷砖、门窗等，为行业
企业提供新的市场需求，提供更多的商
机和合作机会，有利于企业拓展市场份
额，实现业绩的增长。”

多家装饰材料企业上半年业绩高增
发力C端零售成行业发展趋势 本报记者 冯雨瑶

轮胎产业海外市场正迎来火爆
行情。近期，多家轮胎企业在公开互
动平台或投资者调研活动中透露，海
外订单供不应求。同时，在多家轮胎
企业陆续披露的半年报或业绩预告
中，海外需求旺盛也是其提及业绩增
长因素的关键词。海外缘何成了轮
胎产业的“掘金地”？

海外订单供不应求

“公司目前产能利用率大幅提
升，海外市场订单供不应求。”近日，
青岛双星在公开互动平台透露。玲
珑轮胎同样在公开互动平台表示，公
司目前半钢在手订单充足，预计三季
度半钢订单仍然供不应求。

此前，森麒麟在投资者调研活动
中也坦言，公司4月份至6月份订单远
超公司现有产能，根据与客户沟通的
情况，预计下半年出口订单依然饱满。

“当前，轮胎产销量增长的主要原
因来源于出口订单的增加，1月份至7
月份，海运费低位，人民币对美元下
跌，利好出口市场需求，海外订单量充
足，企业多维持高开工状态，带动轮胎
产量同比明显增长。”隆众资讯轮胎行
业分析师朱志炜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此外，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大幅增
长，对半钢轮胎需求也形成拉动。

今年以来，轮胎产业展现蓬勃生
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月份
至 7月份橡胶轮胎外胎累计产量
55910.1万条，同比增长13.5%，轮胎产
量已远超2020年至2022年同期数据。
其中，在出口方面，海关总署近日披露
数据显示，1月份至7月份橡胶轮胎累
计出口509万吨，同比增长12.5%，出口
金额894.39亿元，同比增长17.9%。

“公司日前刚披露了半年报，从上
半年的数据来看，海外订单的情况还
可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贵州轮
胎，相关工作人员称：“公司产品主要
出口至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尼等。”

贵州轮胎披露的半年报数据显
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净利润分
别增长12.45%、112.02%。其中，上
半年国外实现营收14.9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7.36%；此外，毛利率增加
9.49个百分点至27.13%，远高于国内
的17.28% 。

多家披露半年报预告的轮胎企
业表示，上半年业绩预增的因素之一

是海外需求提升。如青岛双星透露，
上半年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16%，其中海外市场同比增长超
过25%。下一步，公司将加速海外基
地建设和颠覆性创新产品的上市，实
现业绩的进一步提升。

轮胎产销量仍将维持高位

“目前轮胎行业本身处于产销两
旺的状态，半钢胎企业产能无法满足
订单需求，内销缺货现象明显，对于
轮胎企业而言，三季度订单充足，轮
胎产销量仍将维持高位运行状态。”
朱志炜认为。

面对订单激增，轮胎企业做好多
方准备积极抢占商机。

森麒麟在公开互动平台表示，公
司产品持续供不应求，正在酝酿后续
涨价计划。贵州轮胎上述工作人员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海外市
场方面，公司正在逐步推进销售人员
的本地化，比如聘用当地的销售员、
筹备海外联络办公店，助力海外业务
的售后服务、以及市场开拓工作。”

此外，也有不少轮胎企业通过加
大生产力度赶订单，最大限度地进行内
部产能挖潜，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不容忽视的是，海外市场已成为
不少头部轮胎企业的主要收入源。从
2022年的财务数据来看，不乏有轮胎企
业在海外的营收收入占比高达87%。

近些年来，轮胎企业出海建厂、扩
产的热情有增无减。今年以来，森麒
麟、青岛双星等多家轮胎企业纷纷宣布
计划建设海外工厂；万力轮胎、华东橡
胶等也在今年透露了海外建厂计划。

贵州轮胎在半年报中透露，随着
公司越南基地一期项目的达产，二期
项目的推进，公司“双基地”布局迈出
坚实的一步。公司海外销售分别通
过国内工厂出口和越南工厂海外销
售，产品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公司表示，将持续从这两个工
厂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越南
工厂产品全部用于海外市场，国内工
厂根据订单情况进行出口。

贵州轮胎表示，国际化布局的实
施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地区市场的
需求，可减少国际市场对中国轮胎国
内基地离原材料供应市场和产品出
口市场“两头在外”弊端，增强产品供
应韧性，降低国际市场对中国轮胎建
立的贸易壁垒的影响，提高公司整体
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订单激增、供不应求
轮胎企业正加速抢占海外市场

本报记者 李雯珊
见习记者 解世豪

8月23日，银宝山新发布董事会
决议，选举贺飞为公司董事长、胡作
寰为副董事长，而贺飞已经是公司
2015年上市至今的第六任董事长，八
年时间已有六任董事长，放眼整个A
股也是相当“出众”。

同时，银宝山新发布公告称拟采
用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对外转让子公
司惠州市银宝山新实业有限公司不
低于90%的股权。

与管理层不稳定、资产甩卖相呼
应，银宝山新自上市后的七个完整会
计年度里，虽然每年保持着不低于25
亿元的营收，但盈利情况却可谓惨
淡：其中，公司上市前三年合计归母
净利润仅为2.06亿元，随后则连续四
年亏损，合计亏损14.3亿元。而与此
同时，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公司资
产负债率已高达95%。

此外，在二、三股东连年减持的
基础上，银宝山新实控人近两年也一
直在谋求控制权转让。而银宝山新
能否找到新东家，至今仍未可知。

常年换帅
八年六任董事长

根据Wind人物库数据，此次履新
的董事长贺飞，是银宝山新实控人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方资产”）的资深人士，从
2007年起即在东方资产及旗下企业
任职。同时，Wind数据显示，2015年
上市的银宝山新在八年间经历了六
任董事长，最长任职时间为3年5个
月，而最近一任的任职时间只有9个
月。履历方面，六任董事长都是在东
方资产任职期限不短的资深人士，且
有多位从业时间达到十年以上。

《证券日报》记者致电银宝山新董
秘办，相关人士表示：“这次是依照法
规正常换届更换董事长，加上这届，从
2015年至今我们一共有五届董事会，
这之间有董事长离任情况是个人的工
作变动，所以会有任职情况变更。”

但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并没有
带来令投资者满意的结果，而银宝山
新频繁换帅也引来了多方质疑。

上海旭灿律师事务所律师、注册会
计师菅峰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
市公司董事长频繁变更表明公司管理
层存在问题，缺乏稳定的领导和战略方
向，给企业运营带来不确定和不稳定，
影响公司长期发展和投资者信心。”

连亏四年
负债一路飙涨

除了频繁换帅，公司的经营业绩
也处于动荡之中。2015年12月份上
市的银宝山新在2016年营收达28.22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9904.33万元。
而此后，虽然营收规模变化不大，但
银宝山新再也没有达到这样“辉煌”
的盈利水平。2017年，公司净利润急
转直下，当年归母净利润为6454.91万
元，次年则仅为4166.29万元。

从2019年开始，银宝山新走上亏
损之路，2019年至2022年，公司亏损
额分别为2.63亿元、3.25亿元、5.84亿
元和2.58亿元，合计达14.3亿元。

伴随银宝山新主业经营不善，公
司流动性压力不断加大。Wind数据
显示，IPO前，2014年时，银宝山新资
产负债率为69.16%。此后便一路飙
升，2020年至2022年更是分别达到
85.89%、88.08%和93.98%，今年一季

度末进一步上升至95%。
债务结构方面，截至2023年一季

度末，银宝山新短期借款为6.99亿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为11.38亿元，其
他应付款为6.44亿元。但公司账上货
币资金仅有1.59亿元。

银宝山新试图通过多种方式自
救，包括担保融资、关联方借款、将
2021年定增募投项目资金变更为补充
流动性，以及上述的资产甩卖等。但
目前来看，这些措施似乎用处不大，仍
没有扼住资产负债率上涨的势头。

“公司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存
在资不抵债的风险，特别是如果公司
无法及时偿还债务或获得新的融资，
可能会导致破产风险的增加。”菅峰
如是说。

上述公司人士表示：“我们前期
主要是以传统工业模具来作为主业，
后续因为经营业绩的原因，我们也在
把战略模式陆续向高端装备等比较
先进的行业转型，但整个过程还是需
要一定的市场周期，目前还没有达到
预期。”

实控人欲退场
转让股权至今未果

向前追溯到2021年10月份，银宝

山新的大股东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下称“邦信资产”，由东方资产
100%控股）筹划重大事项，拟通过公
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其所持公
司的全部1.36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27.49%。2022年11月份，邦信资
产再次拟以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
转让上述股份。而后两次发布征集
期延长公告，分别延长至2023年3月
27日和2023年9月19日。

“东方资管作为实控人，一般属
于阶段性和被动持股，相机退出则
为其终极目标。目前转手难度较
大，可能会导致公司面临资金压力
和经营困难，致使面临退市或破产
风险。需要采取相应挽救措施，包
括寻找新的投资者或合作伙伴，进
行资产重组或剥离等。”IPG中国区
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

“大股东转让（股权）主要是基于
‘国企单位回归主业’的要求，但这个
周期确实相对较长。”上述公司人士
表示。

如今距离调整后的征集截止日
已不足一月，银宝山新尚未有新的进
展消息放出，公司是寻找到新的控制
人还是继续由东方资产持有并另寻
他路，《证券日报》记者将持续关注。

银宝山新上市八年董事长已有六任 近两年实控人转让控股权仍未果

谢 岚

8月23日，银宝山新披露了新任董
事长走马上任的消息，而这也意味着
公司上一任董事长仅供职九个多月便
宣告卸任。由此，银宝山新迎来了自
2015年以来的第六任董事长。

类似银宝山新这样高频“换帅”的
情况在A股市场并非个案，今年以来
也有其他上市公司出现董事长“两年
两换”甚至“三年三换”的情况。

上市公司“换帅”，除去股权结构
变化、正常退休、相关人员因违法违规

“下课”等原因，通常是出于业绩压力、
转型需求等，希望通过调整管理层来
适应新业务和新发展阶段。

拿银宝山新来说，公司主要从事
模具、塑胶、五金制品及电子产品的研
发、设计、制造和销售，自2019年已连
续四年亏损。公司也表示，近年来受
贸易摩擦及宏观环境因素影响，市场
经济下行，部分老业务订单需求减量、
减产；新业务方面，产品市场推广及投
放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迟滞，营业收入
不及预期。

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上市公司
希望以“换帅”实现蝶变，可能事与愿
违，经历频繁换帅，公司经营却未见明
显起色。

首先，董事长作为上市公司掌舵
人，需要时间掌握公司的情况、适应公
司的文化和环境，频繁更换，常常刚刚

进入角色就又要离开，给公司带来巨
大的管理成本及风险。

其次，频繁“换帅”常常联动管理
班子动荡，可能会导致公司核心管理、
技术人才流失，这同样会影响公司的
经营管理和长期战略。

最后，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业绩提
升，还是业务转型升级，都不是一蹴而
就、短期就能破局的。这要求公司保持
战略定力，坚持长期主义。而要做到这
一点，稳定的管理层和掌舵人至关重要。

频繁“换帅”，一方面，很难在企业
经营管理思路上保持一致性，使得企业
在战略方向上摇摆不定，造成大量资源
浪费，让破局之路更为艰难；另一方面，
也容易造成管理层投机主义的心态，更

倾向于追求短期利益，为眼前财务数据
的“好看”而牺牲企业的长远发展。

特别是在当前新需求、新技术的
驱动下，许多行业正发生剧烈变动，不
少企业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对于上市公司股东来说，越
是这样的关键时刻，越要具有长期思
维，既要选出能够胜任的企业管理层
和掌舵人，也要积极采取措施来提高
管理层的稳定性，支持其保持战略定
力，久久为功，持续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高频“换帅”绝不是公司走出困境的妙招

本报记者 马宇薇
见习记者 熊 悦

8月23日晚间，长春高新公布
2023年半年报，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
61.68亿元，同比增长5.77%；归母净
利润同比增长1.91%至21.6亿元；扣
非后净利润为21.64亿元，同比增长
3.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同比增长121.84%至20.23亿元。

对于业绩增长，长春高新相关负
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
二季度，子公司金赛药业收入利润恢
复增长，营养品等新产品逐渐放量。
此外，子公司百克生物带状疱疹疫苗
获批上市后，给公司创造了新的利润
增长点。”

疫苗板块增长明显

长春高新是国内生长激素业务
龙头，还拥有生物疫苗、中成药等业
务板块，公司旗下三家核心医药企业
金赛药业、百克生物以及华康药业为
上述业务板块的经营主体。其中，经
营生长激素产品的子公司金赛药业
为公司的营收支柱。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上述三
家子公司均实现营收、净利润均同比
增长。比如，金赛药业营收为51.39
亿元，同比增长3.57%，归母净利润
同比微增0.12%至21.97亿元；相较之
下，百克生物营收增幅较大，同比增
长26.93%至5.6亿元，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51.39%至1.11亿元。

百克生物也在同日公布的半年
报中表示，今年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
润增长，“主要系公司于2023年初取
得带状疱疹疫苗《药品注册证书》，并
于4月份获得《生物制品批签发证
明》，公司积极推进该疫苗的各地准
入及销售工作，并陆续实现销售，收

入相应有一定幅度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该疫

苗的各地准入及销售工作，已有近20
个省份完成准入工作，并陆续实现销
售和接种。同时，公司积极拓宽宣传
推广渠道，构建数字化营销模式，多
措并举提升该产品市场覆盖率。”百
克生物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后续公司将大力推动创新
疫苗产品研发，完善疫苗供应体系，
提升终端渗透率。”

多元业务布局进展如何？

过于依赖生长激素单一产品是
外界对长春高新最为担忧的问题。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赛药业的
营 收 占 比 为 83.32%，较 上 年 同 期
85.09%的占比有所下滑；相较2022
年全年80.91%的占比，有所增长。
为避免营收过于依赖生长激素单一
产品，长春高新推动多元产业布局和
研发投入。今年上半年，公司研发投
入同比增长51.42%至10.33亿元。

公告显示，金赛药业在巩固生长
激素主力产品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
加大研发投入，拓展布局辅助生殖、
女性健康、医疗美容、青少年成长发
育等领域产品。

长春高新半年报显示，多个长效
水针剂拓展适应症项目处于研发阶段。

上述长春高新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上半年，公司持续优化产品迭
代，不断增加研发投入，积极完善多
领域管线布局，重点研发项目进展顺
利。与此同时，核心子公司持续推进
多层次的研发管线和丰富的项目储
备，强化创新技术平台建设，产品布
局日益完善。“后续公司将持续打造
医药产业五大业务平台，推动创新疫
苗产品研发，稳步推进核心子公司多
业务板块战略布局。”

长春高新上半年营收净利双增：

疫苗板块仍是利润奶牛
研发投入持续加大之中


